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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移民的搬迁是非自愿型的搬迁,因此搬迁过程中对于迁入地、迁出地生活条件、生存质量、

相关政策补助以及移民自身与家庭条件的限制影响了移民的安置意愿。本文通过对于水库移民搬迁中

影响因素的探究,为此,提出了要分别在搬迁中迁入地、迁出地的影响因素,结合移民家庭安置模式选

择的意愿和能力,针对移民、政策、机制提出建议,研究制定更适宜于个性化发展的安置规划和后期扶

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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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ocation of reservoir migrants is an involuntary relocation. Therefore, during the relocation 

process,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place of relocati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lace of 

relocation, related policy subsidies, and the conditions of immigrants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affect the 

resettlement intention of immigrant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 relocation of 

reservoir migra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relocation place and the relocation place 

respectively in the relo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of migrant families to choose the 

resettlement mod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migration,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and studies and develops 

resettlement planning and later support policie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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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水利水电项目建设的设想中,工程建设部门希望可以实

现两方面的目标：其一,改善库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水电项

目可以解决周围县市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等促进相关县市的

后续发展建设；其二,提升库区人民生活水平。需要建立库区的

地区往往环境较为恶劣,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希望通过搬迁安置

的方式实现脱贫致富、生活便利、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但是

在实际的建设中,会出现政策滞后、搬迁先行的局面。现有的搬

迁、安置政策与规划不能使得居民们主动搬迁,即使在政府强制

命令之下选择搬迁,也会出现后续上访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

的事件。水库移民安置模式的选择对移民在搬迁安置后的生产

生活和发展前景具有深远影响。 

对于对水库移民和生态移民迁移意愿的研究中,在研究人

口流动的原因方面,人口学上影响最大的理论是巴格内的“推拉

理论”。Everett深化了推拉理论,他提出,影响迁移者做出迁移

决策的因素,不仅涉及迁入、迁出地的条件,还包括中间存在的

障碍因素以及迁移者个人的特质和考虑。唐勇智分析丹江口库

区农村待迁移民搬迁意愿,认为较高的非农收入比重,较好的地

理位置、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会显著降低搬迁意愿。唐宏等对

农户生态移民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影响农户搬迁意

愿的主要因素有家庭规模、人均纯收入、主要收入来源、非农

收入比重和退耕还林情况。学者杨随柱认为,水利水电工程实施

阶段因腾地受阻,项目法人迫于工期压力对违反停建令的行为

予以补偿而突破投资概算,失去停建令的意义的困境。本文将通

过对于贵阳市J水库的调研提出相应的对策。 

1 影响搬迁意愿的因素 

从迁出地的视角来看,以黔南州L村为例,这个村落的人口

构成展现了其多元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L村坐落于都匀市墨

冲镇的南部,共划分为10个村民组,总计拥有2206名村民。其中,

布依族人口达到了95%,其余则是由壮族、水族、瑶族等少数民

族共同组成。2010年,L村的人均纯收入为2780元,耕地面积共计

1250亩。该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抗击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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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能力较弱。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尽

管如此,L村的自然条件却相当优越,气候宜人,常年冬暖夏凉,

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旅游胜地。尽管人均收入处于一般水平,

但物价相对较低,老年人口占比较大,青壮年劳动力则相对较

少。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受到村民们对搬迁的意愿并不强

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1项目规划与当地主要经济发展的不一致性 

在深入分析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后,我们发现该地区

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传统农业,特别是烟草、玉米和马铃薯等

经济作物的种植。由于农民的主要生活技能集中在农业上,他们

普遍对迁移到城市后的生存能力感到担忧。因此,他们最关心的

问题之一便是政府是否能够提供相关的技能培训和工作机会。

此外,政府还需认真评估农民是否愿意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积

极学习新技能,并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方言问题。当地以布依族人口为主,并存

在多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大多数居民习惯使用贵州方言,而一些

老年布依族居民则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的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水平,这导致他们在

汉语沟通和适应新环境方面面临较大的困难。特别是年龄较大

的老年人,他们的智力水平和适应能力相对较弱,这使得他们在

面对迁移时的适应过程更加艰难。 

因此,政府在推进相关迁移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和帮扶措施,帮助居民克服语言和文化障

碍,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从而顺利融入新的生活环境。 

1.2村民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满意度高,对迁出地信心不足 

依据调研,本村的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良好,居住环境十分

宜人。这得益于当地主要劳动力在外地打工所得的收入,除了满

足基本生活和储蓄需求外,他们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宅基地的

建设中。然而,在拆迁过程中,许多被划分为违章建筑的宅院却

无法得到补偿,给居民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在搬迁过程中,

尽管我们尝试采取一户一策的原则,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达成

统一。在后续的赔偿环节,也常常难以满足居民期望的价格。因

此,搬迁常常意味着用于建设新房的大量资金无法得到应有的回

报,进而导致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居民,搬迁的意愿就越低[1]。其

次,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许多村子已经出现了人口“中空”现

象。年轻人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以及为子女提供

更好的教育条件,很多已经在城市中购房并安家落户。然而,根

据相关政策,这部分群体在搬迁过程中是无法获得拆迁补偿的,

因此他们在搬迁中也会表现出一定的抵制态度。 

1.3迁出地相关政策没有得到保障。 

由于搬迁到一个新的地区意味着移民群体要离开自己熟悉

的生活环境,到一个全新的地区进行生活,其生活环境、社会关

系网络、生计方式等的全面割裂。因此居民会对于迁入地与迁

出地的状况做一个全方位的对比,这其中将需要相关部门做一

个很复杂的政策、理念的宣传、讲解工作,相关专业人员、工程

师等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精密的测算与计量勾画蓝图,在实际调

研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部门,在搬迁安置前中后期间都需要专

家作专业的指导。就本次调研而言,水库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对于

迁出地做出规划,但是到我们调研完毕为止,县政府还是没有找

到一个合适的安置点,对于安置点步梯房的设置,作为老年人居

多的居民们大多也是表示不满意的,相关部门对于这样的设置

也是一直在权衡与评估的。选择在乡镇与城市中安置的移民家

庭多数他们的原动力是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因为他们对于在

之后的家庭规划更为明确和清晰。 

选择就近安置和后靠安置的移民家庭大多是依据于规避风

险的思想,将自身家庭的发展协同于当地农村发展的进程。建议

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提前做好周密的搬迁安置任务计划,为每一

户家庭提出公平且合理的搬迁安置规划,根据移民户家庭的实

际情况指导其选择最适合的安置模式[2]。 

2 针对水库移民搬迁提出的建议 

2.1加强对搬迁居民的就业技能培训,提升产业附加值 

只有村民实现技能的掌握,才能增强对适应环境的信心。因

此需要鼓励青、壮年村民进工厂打工,自力更生改变生活。政府

可以与附近工厂合作,增加村民的就业率。在现有的技能培训政

策中,坚持此政策向居民倾斜,设立专项移民教育培训,持续向

他们提供,在此过程中更要宣传相关的迁入后政策,改变观念,

增强外迁意识。对于将技术培训与定向就业形成有效衔接方面,

主要加强与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产、教融合。同时,对于后靠安

置的居民来说,需要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以L

村的农业产业结构状况来看,本村的发展主要依靠的还是一些

价值较低的作物,且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

特点,种植一些适合当地的经济作物,如都匀绿茶等等,具体方

案可根据专家意见做具体的修正。为解决农产品附加值低的问

题,建议当地的政府能够在借力于“电商”的浪潮,一方面对当

地有特色的农产品进行组织,做大做强,对农产品的加工指导,

将收获的农产品以绿色、天然等特点作为卖点,增加产品附加

值。另一方面进行物流优惠与电商销售指导,此外加强金融贷款

等方面的支持。 

2.2移民搬迁中要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在搬迁的过程中也为文化与迁入地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

了机会。但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留存,因此

要注重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因此可以提升安置区

周边休闲文化配套设施水平,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向移民安置区

域倾斜,为新近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利用移民安置结余资

金加强迁入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住生态环境、提升

文化生活水平,实现有效地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其次应该尊重

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为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等等提供必要

的场所,促进居民适应新环境。 

2.3注重政策的宣传与引导 

对于停建令后工程能否确定获批建设的风险,可以考虑增

加购买保险的措施,转移风险,保险费用由项目法人单位从工程

前期费用中列支。由县级人民政府出具保障土地流转不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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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对于本次调研的GB水库中涉及到了不同县级政府的工

程,在出具与停建令有关的文件时需要注意相邻地区的差异,防

止出现攀比问题。其次,根据学者赵晓婷的观点,地方人民政府

在选拔和配备城市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中,也应该要根据各个城

市社区工作居民的人口数量情况来对其进行适当合理配置,并

加大了对其社区工作人员的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支持力度[3],

同时我们还要适当充分考虑分配到每个社区工作居民的基本薪

酬。再次,有效的宣传移民搬迁起着的强大推动作用。实际工作

中,要加大对水库建设、重大意义、工程审批立项、实施计划等

的宣传和报道,让广大移民与相关群众知晓工程建设的重要性

和合法性,做好移民搬迁工程的宣传工作。地方政府要大力宣传

停建通告,认真执行停建令下达的要求,限制、停止于库区进行

的新建基础设施项目,起到推动移民搬迁的“推逼”作用。同时

村干部协同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做好相关的工作,真正做好作为

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作用。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稳步推进迁

入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建设新农村各项基本设施,如娱

乐、医疗等相关设施[4],保证村民们基础生活的基础上,丰富其

闲暇生活。如可以推广广场舞、武术等活动,带动全民运动、锻

炼,提高身体素质,丰富精神生活。 

2.4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社区还应当为这部分人群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和均衡的社

会保障。通过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设施,提高移民生活质量水平,

为移民社区提供基础保障,并进行良好的社区治理。创新易地搬

迁移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机制,这就需要一方面建立长

效的监督、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严格落实服务供给问责追责制

度。同时建立健全反映民声民意的渠道,以高质量、高效率的信

访体系建设,应对新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对上访量比较集中的

地区畅通渠道,要不定期派出监督小组,上前接待上访群众,听

取群众反映的需求,再组织涉及的部门研究、探讨,针对法律服

务、创业资源求助等专业性需求,需要村党组织牵线,依托各级

党群服务中心和社会工作站,引进专业机构或社会组织与项目

共同参与服务。[5]而对于村里难以满足的需求,通过向上级争取,

并支持优化办事流程,让村民能够反映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

问题。 

本文探讨了水库移民搬迁过程中的多重影响因素,包括迁

入地与迁出地的生活条件、生存质量差异、政策补助的落实情

况,以及移民自身与家庭条件的限制等。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

无疑对水库移民的安置意愿产生了深远影响。展望未来,希望能

够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能够建立起一套更加科学、合理、人

性化的水库移民搬迁和安置体系,以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为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移民安置

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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